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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ＳＣＴＡ在咯血诊疗中的应用价值

李慧，陈月芹，孙占国，张谷青，王林省

【摘要】　目的：探讨 ＭＳＣＴ血管成像（ＭＳＣＴＡ）对咯血的诊断价值。方法：回顾性分析５例咯血患者的 ＭＳＣＴＡ图像

及后处理资料，３例行ＤＳＡ检查，２例行外科手术治疗。结果：５例患者中，单纯支气管动脉供血２例，膈下动脉、肺动脉联

合供血１例，膈下动脉、支气管动脉联合供血１例，膈下动脉、肺动脉及支气管动脉共同供血１例。ＭＳＣＴＡ共检出９支责

任血管，包括４支异常增粗支气管动脉、３支扩张纡曲膈下动脉及２支远端扩张的肺动脉。结论：ＭＳＣＴＡ不仅能较准确

地显示咯血责任血管的起源、数目和走行，并且对其基础疾病的诊断具有重要作用，可以作为咯血病人的首选检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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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咯血是呼吸系统最常见症状之一，大量咯血可危

及患者生命，积极采取有效诊断和治疗措施是至关重

要的。多层螺旋ＣＴ血管成像（ｍｕｌｔｉｓｌｉｃｅｓｐｉｒａｌｃｏｍ

ｐｕｔｅｄ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ｙａｎｇｉｏｇｒａｐｈｙ，ＭＳＣＴＡ）不仅可对

咯血患者进行快捷、无侵入性的定性及定位诊断，还可

为介入或外科手术治疗提供可靠的影像学信息［１］。

材料与方法

１．临床资料

本院２０１０年６月－２０１１年２月应用 ＭＳＣＴＡ诊

断的咯血患者５例，所有患者均经临床及影像学检查

诊断为支气管扩张症，年龄分别为２８岁、２８岁、３３岁、

４２岁及７７岁；男１例，女４例。患者因间断咯血１

年～１０余年入院，其中４例听诊可闻及明显湿罗音，

余无明显阳性体征。５例均行Ｘ线平片检查，３例行

ＣＴ平扫，３例行ＤＳＡ检查，其中２例进行了有效的介

入治疗，２例行外科手术治疗。

２．检查方法

５例患者均行 ＭＳＣＴＡ检查，扫描范围从肺尖至

肺底，一次屏气下完成。其中２例采用 ＧＥＬｉｇｈｔ

ｓｐｅｅｄ６４ 层螺旋 ＣＴ 机 进行扫描。准 直器 宽 度

０．６２５ｍｍ，螺距 １．３７５，层厚 ０．６２５ｍｍ，１２０ｋＶ，

２５０ｍＡ。通过高压注射器静脉注入非离子型对比剂优

维显（３７０ｍｇＩ／ｍｌ）９０ｍｌ，注射流率４．０ｍｌ／ｓ，追加注

射２０ｍｌ生理盐水。另３例采用Ｓｉｅｍｅｎｓ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双源 ＣＴ 机进行扫描。准直器宽度０．６ｍｍ，螺距

０．８５，层厚１ｍｍ，重建间隔１ｍｍ，１２０ｋＶ，２５０ｍＡｓ。

通过高压注射器静脉注入非离子型对比剂优维显

（３７０ｍｇＩ／ｍｌ）９０ｍｌ，注射流率４．０ｍｌ／ｓ，追加注射

２０ｍｌ生理盐水。

３例患者行ＤＳＡ检查，其中１例采用ＰｈｉｌｉｐｓＡｌ

ｌｕｒａＸｐｅｒＦＤ２０机，采用 ＶａｓｃｕｌａｒＡｂｄｏｍｅｎ２Ｄ３ｆｒｓ

的造影条件，首先通过高压注射器注入非离子型对比

剂欧苏（３００ｍｇＩ／ｍｌ）３０ｍｌ，注射流率２０ｍｌ／ｓ，对胸主

动脉进行造影检查，后用手推对比剂的方式对病变血

管进行造影。另２例采用ＳｉｅｍｅｎｓＡｒｔｉｓＤＴＡ机进行

造影检查，采用ＤＳＡｇｅｎｅｒａｌ３ｆｒｓ造影条件，首先通过

高压注射器注入非离子型对比剂欧苏（３００ｍｇＩ／ｍｌ）

３０ｍｌ，注射流率２０ｍｌ／ｓ，行胸主动脉造影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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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支气管扩张合并咯血。ａ）ＭＩＰ图示左侧支气管动脉起源水平较低（箭），明显增粗，参与左肺下叶病灶供血；ｂ）ＶＲ图示

左侧支气管动脉起源位置较低，明显增粗（箭）。　图２　支气管扩张合并咯血。ａ）ＭＩＰ图示右膈下动脉（箭）、右侧支气管动

脉（箭头）参与右肺中叶病灶供血；ｂ）ＶＲ图（后面观）示右膈下动脉（箭）、右侧支气管动脉（箭头）参与右肺中叶病灶供血；ｃ）

ＤＳＡ示右侧支气管动脉增粗，远端对比剂外溢；ｄ）ＤＳＡ示右侧支气管动脉增粗，与膈下动脉远端一起参与供应右肺中叶病

灶。　图３　支气管扩张合并咯血。ａ）ＶＲ图示左侧支气管动脉增粗纡曲（箭）；ｂ）ＤＳＡ示左侧支气管动脉增粗纡曲（箭），远

端对比剂外溢。

结　果

病例１，女，２８岁。ＣＴＡ示左侧异常增粗支气管

动脉，起源于Ｔｈ８９水平胸主动脉左前壁。左肺下叶支

气管轻度扩张（图１）。外科手术：降主动脉左前壁见

较粗动脉分支并予以结扎。随访６个月未见咯血。

病例２，女，２８岁。ＣＴＡ示右侧膈下动脉纡曲至

右肺中下叶，右侧支气管动脉增粗纡曲并右肺下叶支

气管扩张（图２ａ、ｂ）。ＤＳＡ显示右侧增粗紊乱的支气

管动脉周围对比剂漏出；膈下动脉远端至右肺中叶扩

张的支气管周围，亦有对比剂漏出（图２ｃ、ｄ）。

病例３，女，３３岁。ＣＴＡ示左肺下叶支气管扩张；

左侧支气管动脉增粗于左肺下叶呈团状分布（图３ａ）。

ＤＳＡ示左侧支气管动脉增粗纡曲至左下肺，远端对比

剂外漏（图３ｂ）。

病例４，女，４２岁。ＣＴＡ示右侧支气管动脉明显

增粗纡曲、右中叶肺动脉远端明显增粗、毛糙（图５），

经外科手术证实，随访３个月未见咯血。

病例５，男，７７岁。ＣＴＡ示右肺中叶支气管扩张

并血管畸形，膈下动脉、右中叶肺动脉进入右肺中叶病

灶内（图５）。ＤＳＡ检查未发现异常支气管动脉。

５例患者中，单纯支气管动脉供血２例，膈下动

脉、肺动脉联合供血１例，膈下动脉、支气管动脉联合

供血１例，膈下动脉、肺动脉及支气管动脉共同供血１

例。ＭＳＣＴＡ共检出９支责任血管，包括４支异常增

粗支气管动脉、３支扩张纡曲膈下动脉及２支远端扩

张的肺动脉。

讨　论

咯血是指气管、支气管或肺实质出血，血液经咳嗽

由口腔咯出的一种症状，严重者可危及患者生命。因

此，明确其病因并全面的了解患者病变部位如肺实质、

肺血管及气道的情况对进行有针对性的临床治疗至关

重要。

１．咯血的病因及病理生理

文献报道多种病因均可引起咯血，如支气管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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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支气管扩张合并咯血。ａ）ＭＩＰ图示右中叶肺动脉分支（箭）远段扩张，管壁毛糙；ｂ）ＭＩＰ图示右侧支气管动脉增粗纡曲

（箭）。　图５　支气管扩张合并咯血。ａ）ＭＩＰ图示右膈下动脉（长箭）右中叶肺动脉远端（短箭）参与右肺中叶病灶供血；ｂ）

ＶＲ图示右膈下动脉（长箭）、右中叶肺动脉远端（短箭）参与右肺中叶病灶供血。

肺结核、霉菌感染、恶性肿瘤、慢性支气管炎、肺栓塞、

充血性心衰、弥漫性肺泡出血、血管炎（白塞氏病、大动

脉炎）、支气管动脉瘤、先天性疾病（肺动脉闭锁或狭

窄，肺动静脉畸形等）等，其中支气管扩张、肺结核为

最常见的原因，其次为恶性肿瘤及慢性支气管炎［１］。

本组所有病例病的因皆为支气管扩张。

咯血的机制分为漏出性和破裂性出血两种。漏出

性出血是由于毛细血管、毛细血管前动脉、毛细血管后

静脉的血管壁受病变侵蚀导致管壁通透性增高，血液

漏出于管腔外；破裂性出血是由血管破裂所致［２４］。

研究表明，肺慢性炎症，如支气管扩张、慢性支气

管炎、结核以及霉菌等所致坏死性炎症可促使多种血

管生长因子（ａｎｇｉｏｇｅｎｅｓｉｓｇｒｏｗｔｈｆａｃｔｏｒｓ，ＡＧＦ）如血

管内皮生长因子、血管生成素１等形成，促进新生血管

形成和塑型；新生血管与其附近的体循环形成侧支吻

合并由体循环的动脉供血。新生的血管大多为不成熟

的血管，缺乏完整的血管壁，在炎性刺激作用下，易破

裂而出血；或通过炎性介质所诱导的血管活性物质的

异常释放，使血管壁的通透性明显增高，血液自血管内

皮细胞间隙渗出，从而引起咯血［５６］。另有文献报道，

由于肺、支气管循环吻合支开放，在两者之间的血压差

作用下导致血管破裂出血，也是咯血的另一主要原

因［７８］。

２．咯血的责任血管

咯血的责任血管大多具有多源性和多支性特

点［９］，９０％来自体循环，仅１０％左右来自肺循环。既

往文献报道多注重于支气管动脉的异常改变（如管径

增宽，管壁毛糙等）；但支气管动脉以外的其它体循环

血管，如肋间动脉、胸廓内动脉、胸主动脉的纵隔支等

亦可向肺内供血，成为咯血的来源和复发的原因［１０］。

炎症的刺激较肿瘤性病变更可能使肋间动脉、锁骨下

动脉、胸廓内动脉、膈下动脉等发出新的分支与支气管

动脉交通，形成供血血管网，供血动脉管径的增宽、管

壁毛糙等改变亦较肿瘤性病变更明显，常造成大咯

血［２，３］。

大多数研究表明，支气管动脉是治疗咯血的主要

靶血管［１，１１１２］，如病例１、３，病变出血部位由支气管动

脉供血；然而非支气管源性体动脉侧支和肺动脉也是

重要来源之一，它们与支气管动脉在咯血血供中的相

互关系对选择性动脉栓塞的治疗和预后有重要意

义［１１１４］，如病例２，支气管动脉与膈下动脉共同参与供

血；如病例４，支气管动脉与肺动脉共同参与供血，而

病例５则是以肺动脉与非支气管源性动脉共同参与供

血。

病变动脉大致可归纳为３类：①主干型，支气管动

脉主干明显扩张或纡曲成团，周围分支显示欠佳；②网

状型，支气管动脉主干及分支均扩张，可达到肺段以下

多支支气管动脉，相互交通吻合构成丰富的血管网；③

多种动脉交通吻合型，病灶区内有支气管动脉与肺外

体循环动脉向同一病灶供血，并相互沟通。ＣＴＡ主要

表现：①管腔扩张、走行纡曲，扩张可达３～５ｍｍ，严重

者达５～６ｍｍ；②病灶区动脉增粗增多、扭曲紊乱，形

成血管丛；③病变动脉瘤样扩张或呈串珠状，扩张的瘤

体不是血管终端，其后仍是纡曲蜿蜒的血管［１５］。

３．ＭＳＣＴＡ技术在咯血诊断中的应用价值

随着１６层螺旋ＣＴ的问世，基本实现了扫描中体

素采集的各向同性，即采集体素的Ｘ、Ｙ、Ｚ轴长度相

等。各向同性体素采集的原始信息可以保证任意方向

模式的重组影像均可获得最佳分辨力，且不失真，从而

为各种高质量的影像后处理奠定了基础［１６１７］；６４层螺

旋ＣＴ除了能实现各向同性外，还实现了更薄层厚，在

任意角度下都能得到亚毫米空间分辨力的各向同性采

集的信息，又称容积扫描。现今随着更高端ＣＴ机的

应用，如１２８层、２５６层螺旋ＣＴ，其探测器更长，扫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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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更快，层厚更薄，大大提高了时间及密度分辨力，

原来无法观察的细微病变，都可以得到良好的显

示［４，１５］。

咯血患者的ＣＴＡ扫描范围自胸廓上口至肺底；

由于咯血责任血管较复杂，支气管动脉开口处亦常有

变异；所以扫描范围一定要大。另外，由于支气管动脉

非常细小，特别是其肺内段，因此扫描层厚一定要薄，

螺距≤１，薄层扫描对于支气管动脉的三维成像来讲是

关键，否则无法重组出良好的三维图像。

ＣＴＡ是容积ＣＴ采集技术与计算机三维重组图

像处理技术结合的产物，使用薄层扫描及多种重组后

处理技术获取血管影像，在临床应用中可以与传统数

字减影血管造影相媲美甚至略胜一筹［１８１９］。

图像后处理常选用的方法有：最大密度投影

（ｍａｘｉｍｕｍ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ＭＩＰ），多平面重组

（ｍｕｌｔｉｐｌａｎａｒ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ＭＰＲ），容 积 重 组 （ｖｏｌｕｍｅ

Ｒｅｎｄｅｒｉｎｇ，ＶＲ），曲面重组（ｃｕｒｖｅｄｐｌａｎａｒｒｅｆｏｒｍａ

ｔｉｏｎ，ＣＰＲ），表面遮盖（ｓｈａｄｅｄｓｕｒｆａｃｅｄｉｓｐｌａｙ，ＳＳＤ）

等。现今常用于 ＭＳＣＴＡ的重组方式有 ＶＲ、ＭＩＰ及

ＭＰＲ
［２０］。

ＶＲ图像保持了原始数据的空间关系，解剖层次

多，具有真实三维立体感，较清楚直观地显示支气管动

脉的起源及走行。ＭＩＰ重组可根据需要任意角度旋

转，充分显示血管与病灶之间的关系以及管壁是否光

整，管腔是否增宽。调查表明 ＭＩＰ技术运用的最为广

泛［２１２２］；但 ＭＩＰ的缺点是立体感较差。ＭＰＲ是将原

始扫描数据沿一定方向重新组合得到任意方向的影

像，各向同性 ＭＰＲ影像质量与原始图像相仿，可作为

诊断依据，但由于血管的走行多纡曲，直线的 ＭＰＲ难

以显示整条血管，采用曲面重组ＣＰＲ可将扭曲、不规

则的血管伸展拉直展示在一个平面上，它的缺点是在

设定轨迹时受人为因素影响多，可能失真［２３２６］，同时空

间分辨力不恒定，需密切联系其他重组方式方能准确

诊断。

ＭＳＣＴＡ的图像后处理首先要对全部横断面图像

进行浏览，对各种血管的走形、分布有了初步的了解；

然后再在此基础上进行 ＭＰＲ／ＣＰＲ、ＭＩＰ和ＶＲ重组。

由于各种图像重组方式显示小动脉的能力不同，一般

可以将 ＭＩＰ图像上清晰显示的血管作为检出阳性，目

的在于这样的血管才能完成各种具体测量。

支气管动脉的改变是许多肺疾病的病理生理改变

的重要组成部分，认清肺疾病中支气管动脉的改变对

于深入研究疾病的病理变化、诊断和病变严重程度估

计、治疗措施制定及预后判断都有重要的意义。例如，

支气管扩张患者常伴有支气管动脉的扩张，后者是支

气管扩张大咯血的直接原因。另外，非支气管源性体

动脉侧支和肺动脉也是咯血的来源之一；如果我们在

诊断肺内疾病的同时还能准确评价其供血动脉形态学

改变及其程度，将对咯血的诊断、治疗和预后评价有重

要意义。

对于咯血患者，传统的影像学诊断方法包括Ｘ线

摄影、纤维支气管内镜、动脉造影、ＣＴ等。选择性支

气管动脉造影具有较高空间分辨力，可以清晰显示支

气管动脉全程，尤其ＤＳＡ一直以来被认为是活体研究

支气管动脉的金标准。但是ＤＳＡ检查范围局限，不能

保证显示出全部咯血责任动脉，尤其是支气管动脉异

位起源或非支气管动脉供血时容易遗漏靶血管，致使

介入治疗的成功率下降。另外ＤＳＡ技术依赖性强，检

查时间长，且为创伤性检查、费用高，使其无法广泛应

用。而 ＭＳＣＴＡ显示动脉图像空间分辨率高，诊断的

敏感性及特异性均较高。

近年来多排探测器ＣＴ（ｍｕｌｔｉｄｅｔｅｃｔｏｒｒｏｗＣＴ，

ＭＤＣＴ）／ＭＳＣＴ的临床应用为咯血的诊断提供了可

靠的技术支持。首先，ＭＳＣＴ不但可以清晰地显示肺

内，纵隔内，气道及胸壁等胸内外的组织结构，确定咯

血的基础疾病，而且通过多方位重组可以清楚地显示

病变、血管以及异常血管与病变的关系，为介入治疗或

外科手术计划的制定提供可靠的影像学资料［１］。本组

所有病例均在介入治疗及外科手术前进行了 ＭＳＣＴＡ

检查，图像清晰，诊断结果准确。其次，ＭＳＣＴ成像速

度快，重组层厚薄，为不易辨别来源的细小血管的清晰

显示提供了可靠的技术支持［１，１２，２７］。

综上所述，ＭＳＣＴＡ在咯血病人的诊断中起着重

要作用，已被广大放射科医师及临床医师所肯定。

参考文献：

［１］　ＢｒｕｚｚｉＪＦ，ＲéｍｙＪａｒｄｉｎＭ，ＤｅｌｈａｙｅＤ，ｅｔａｌ．Ｍｕｌｔｉｄｅｔｅｃｔｏｒｒｏｗ

ＣＴｏｆｈｅｍｏｐｔｙｓｉｓ［Ｊ］．Ｒａｄ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ｓ，２００６，２６（１）：３２２．

［２］　ＫａｍｌｅｒＭ，ＮｏｗａｋＫ，ＢｏｃｋＭ，ｅｔａｌ．Ｂｒｏｎｃｈｉａｌａｒｔｅｒｙｒｅｖａｓｃｕｌａ

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ｔｏｒｅｓｐｅｒｉｂｒｏｎｃｈｉａｌｔｉｓｓｕｅｏｘｙｇ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ｆｔｅｒｌｕｎｇｔｒａｎｓ

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Ｊ］．ＪＨｅａｒｔＬｕｎｇ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２００４，２３（６）：７６３７６６．

［３］　ｄ′ＵｄｅｋｅｍＹ，ＡｌｐｈｏｎｓｏＮ，ＮｏｒｇａａｒｄＭＡ，ｅｔａｌ．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ａｔｒｅｓｉａ

ｗｉｔｈｖｅｎｔｒｉｃｕｌａｒｓｅｐｔａｌｄｅｆｅｃｔｓａｎｄｍａｊｏｒａｏｒｔｏ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ｃｏｌｌａｔｅｒ

ａｌａｒｔｅｒｉｅｓ：ｕｎｉｆｏｃ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ｂｒｉｎｇｓｎｏｌｏｎｇｔｅｒｍｂｅｎｅｆｉｔｓ［Ｊ］．ＪＴｈｏ

ｒａｃ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Ｓｕｒｇ，２００５，１３０（６）：１４９６１５０２．

［４］　ＹｏｏｎＷ，ＫｉｍＪＫ，ＫｉｍＹＨ，ｅｔａｌ．Ｂｒｏｎｃｈｉａｌａｎｄｎｏｎｂｒｏｎｃｈｉａｌｓｙｓ

ｔｅｍｉｃａｒｔｅｒｙｅｍｂｏ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ｌｉｆｅｔｈｒｅａｔｅｎｉｎｇｈｅｍｏｐｔｙｓｉｓ：ａｃｏｍ

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ｒｅｖｉｅｗ［Ｊ］．Ｒａｄ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ｓ，２００２，２２（６）：１３９５１４０９．

［５］　ＭｃＤｏｎａｌｄＤＭ．Ａｎｇｉｏｇｅｎｅｓｉｓａｎｄｒｅ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ｏｆａｉｒｗａｙｖａｓｃｕｌａ

ｔｕｒｅｉｎｃｈｒｏｎｉｃ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ｉｏｎ［Ｊ］．ＡｍＪＲｅｓｐｉｒＣｒｉｔＣａｒｅＭｅｄ，

２００１，１６４（１０ｐｔ２）：Ｓ３９Ｓ４５．

［６］　ＪｅｆｆｅｒｙＰＫ．Ｒｅ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ｉｎａｓｔｈｍａａｎｄｃｈｒｏｎｉｃｏｂ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ｌｕｎｇ

ｄｉｓｅａｓｅ［Ｊ］．ＡｍＪＲｅｓｐｉｒＣｒｉｔＣａｒｅＭｅｄ，２００１，１６４（１０ｐｔ２）：Ｓ２８

Ｓ３９．

［７］　ＴａｎａｋａＨ，ＹａｍａｄａＧ，ＳａｉｋａｉＴ，ｅｔａｌ．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ａｉｒｗａｙｖａｓｃｕｌａｒｉｔｙ

ｉｎｎｅｗｌｙｄｉａｇｎｏｓｅｄａｓｔｈｍａｕｓｉｎｇａｈｉｇｈｍａｇｎ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ｂｒｏｎｃｈｏｖｉ

７９３放射学实践２０１２年４月第２７卷第４期　Ｒａｄｉｏ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Ａｐｒ２０１２，Ｖｏｌ２７，Ｎｏ．４



ｄｅｏｓｃｏｐｅ［Ｊ］．ＡｍＪＲｅｓｐｉｒＣｒｉｔＣａｒｅＭｅｄ，２００３，１６８（１２）：１４９５

１４９９．

［８］　ＮｏｗａｋＫ，ＫａｍｌｅｒＭ，ＢｏｃｈＭ，ｅｔａｌ．Ｂｒｏｎｃｈｉａｌａｒｔｅｒｙｒｅｖａｓｃｕｌａ

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ｆｆｅｃｔｓｇｒａｆｔｒｅｃｏｖｅｒｙａｆｔｅｒｌｕｎｇ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Ｊ］．ＡｍＪ

ＲｅｓｐｉｒＣｒｉｔＣａｒｅＭｅｄ，２００２，１６５（２）：２１６２２０．

［９］　傅文宏，王家祥，蒋奇，等．急性大咯血动脉血供来源的ＤＳＡ分析

及临床栓塞治疗［Ｊ］．现代医用影像学，２００８，１７（６）：３３６３３７．

［１０］　ＲｅｖｅｌＭＰ，ＦｏｕｒｎｉｅｒＬＳ，ＨｅｎｎｅｂｉｃｑｕｅＡＳ，ｅｔａｌ．ＣａｎＣＴｒｅｐｌａｃｅ

ｂｒｏｎｃｈｏｓｃｏｐｙｉｎｔｈｅ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ｓｉｔｅａｎｄｃａｕｓｅｏｆｂｌｅｅｄｉｎｇ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ｌａｒｇｅｏｒｍａｓｓｉｖｅｈｅｍｏｐｔｙｓｉｓ？［Ｊ］．ＡＪＲ，２００２，１７９

（５）：１２１７１２２４．

［１１］　赖清，伍筱梅，陈永富，等，体动脉侧支血管参与咯血供血的影像

学研究［Ｊ］．介入放射学杂志，２００９，１８（６）：４２９４３２．

［１２］　孙应实，韩铭钧，黎庶，等．多层螺旋ＣＴ增强扫描对支气管动脉

的显示及其检测能力评价［Ｊ］．中华放射学杂志，２００３，３７（１２）：

１１１３１１１７．

［１３］　ＹｏｏｎＷ，ＫｉｍＹＨ，ＫｉｍＪＫ，ｅｔａｌ．Ｍａｓｓｉｖｅｈｅｍｏｐｔｙｓｉｓ：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ｏｆｎｏｎｂｒｏｎｃｈｉ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ｉｃａｒｔｅｒｉａｌｓｕｐｐｌｙ ｗｉｔｈｃｈｅｓｔＣＴ［Ｊ］．

Ｒａｄｉ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３，２２７（１）：２３２２３８．

［１４］　于红，李惠民，肖湘生，等．肺部疾病的支气管动脉与肺外体循环

动脉ＣＴＡ分析［Ｊ］．中国医学计算机成像杂志，２００７，１３（４）：２５１

２５７．

［１５］　ＤｏＫＨ，ＧｏｏＪＭ，ＩｍＪＧ，ｅｔ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ｉｃａｒｔｅｒｉａｌｓｕｐｐｌｙｔｏｔｈｅ

ｌｕｎｇｓｉｎａｄｕｌｔｓ：ｓｐｉｒａｌＣＴｆｉｎｄｉｎｇｓ［Ｊ］．Ｒａｄ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ｓ，２００１，２１

（２）：３８７４０２．

［１６］　祁吉．医学影像学的进展及其对临床医学的影响［Ｊ］．中国ＣＴ与

ＭＲＩ杂志，２００３，１（１）：１５．

［１７］　ＴｈｏｍａｓＧ，ＳｔｅｆａｎＳ，ＫａｒｌＳ，ｅｔａｌ．ＭｕｌｔｉｄｅｔｅｃｔｏｒｒｏｗＣＴｓｙｓ

ｔｅｍｓａｎｄｉｍａｇｅ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Ｊ］．Ｒａｄｉ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５，

２３５（３）：７５６７７３．

［１８］　ＦｉｓｈｍａｎＥＫ．ＣＴａｎｇｉｏｇｒａｐｈｙ：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ｈｅａｂｄｏ

ｍｅｎ［Ｊ］．Ｒａｄ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ｓ，２００１，２１（５）：３１６．

［１９］　ＣｈｏｗＬＣ，ＲｕｈｉｎＧＤ．ＣＴａｎｇｉｏｇｒａｐｈｙｏｆｔｈｅａｒｔｅｒｉ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Ｊ］．

ＲａｄｉｏｌＣｌｉｎＮｏｒｔｈＡｍ，２００２，４０（４）：７２９７４９．

［２０］　ＨｓｉａｏＥＩ，ＫｉｒｓｃｈＣＭ，ＫａｇａｗａＦＴ，ｅｔａｌ．Ｕｔｉｌｉｔｙｏｆｆｉｂｅｒｏｐｔｉｃ

ｂｒｏｎｃｈｏｓｃｏｐｙｂｅｆｏｒｅｂｒｏｎｃｈｉａｌａｒｔｅｒｙｅｍｂｏ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ｍａｓｓｉｖｅ

ｈｅｍｏｐｔｙｓｉｓ［Ｊ］．ＡＪＲ，２００１，１７７（４）：８６１８６７．

［２１］　ＤｉｌｌｏｎＥＨ，ＶａｎＬｅｅｕｗｅｎＭＳ，ＦｅｒｎａｎｄｅｚＭＡ，ｅｔａｌ．ＣＴａｎｇｉｏｇｒａ

ｐｈｙ：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ｔｏｔｈｅ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ａｒｏｔｉｄａｒｔｅｒｙｓｔｅｎｏｓｉｓ［Ｊ］．

Ｒａｄｉｏｌｏｇｙ，１９９３，１８９（１）：２１１２１９．

［２２］　ＧｏｒｚｅｒＨ，ＨｅｉｍｂｅｒｇｅｒＫ，ＳｃｈｉｎｄｌｅｒＥ．ＳｐｉｒａｌＣＴａｎｇ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ｗｉｔｈｄｉｇｉｔａｌｓｕｂ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ｏｆｅｘｔｒａａｎｄｉｎｔｒａｃｒａｎｉａｌｖｅｓｓｅｌｓ［Ｊ］．Ｊ

ＣｏｍｐｕｔＡｓｓｉｓｔＴｏｍｏｇｒ，１９９４，１８（５）：８３９８４１．

［２３］　韩铭钧，冯敢生，杨建勇，等．肺动脉不参与肺癌供血实验和

ＤＳＡ研究［Ｊ］．中华放射学杂志，２０００，３４（１２）：８０２８０４．

［２４］　肖湘生，欧阳强，韩希年，等．肺癌血供的ＤＳＡ研究及临床意义

［Ｊ］．中华放射学杂志，１９９７，３１（７）：４４６４４８．

［２５］　Ｙｏｏｎ Ｗ，ＫｉｍＪＫ，Ｋｉｍ ＹＨ，ｅｔａｌ．Ｂｒｏｎｃｈｉａｌａｎｄｎｏｎｂｒｏｎｃｈｉ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ｉｃａｒｔｅｒｙｅｍｂｏ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ｌｉｆｅｔｈｒｅａｔｅｎｉｎｇｈｅｍｏｐｔｙｓｉｓ：ａ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ｒｅｖｉｅｗ［Ｊ］．Ｒａｄ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ｓ，２００２，２２（６）：１３９５

１４０９．

［２６］　ＭｏｔｅｋｉＴ，ＯｈｙａＮ，ＫａｔｓｕｙａＴ．ＢｒｏｎｃｈｉａｌａｒｔｅｒｉａｌａｎｇｉｏＣＴｅｖａｌｕａ

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ｔｒａｄｕｒａｌａｎｄｅｓｏｐｈａｇｅａｌｅｎｈａｎｃｅｍｅｎｔｂｅｆｏｒｅｂｒｏｎｃｈｉａｌ

ａｒｔｅｒｉａｌｉｎｆｕｓｉｏｎ［Ｊ］．ＢｒＪＲａｄｉｏｌ，１９９８，７１（８４８）：８３４８３９．

［２７］　许晶．６４层ＣＴ支气管动脉成像技术在咯血诊断中的临床应用

价值［Ｄ］．吉林：吉林大学，２００９：２６３４．

（收稿日期：２０１１０６３０　修回日期：２０１１１１０３）

欢迎订阅２０１２年《放射学实践》

　　２００９年《放射学实践》再次入选北京大学图书馆和北京高校图书馆期刊工作研究会共同主持的国

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学术期刊评价及文献计量学研究”成果———《中国核心期刊要目总览》特种医学类

核心期刊。

《放射学实践》是由国家教育部主管，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主办，与德国合办的全国性影像学学

术期刊，由国内著名影像专家郭俊渊教授担任主编，创刊至今已２７周年。本刊坚持服务广大医学影像

医务人员的办刊方向，关注国内外影像医学的新进展、新动态，全面介绍Ｘ线、ＣＴ、磁共振、介入放射及

放射治疗、超声诊断、核医学、影像技术学等医学影像方面的新知识、新成果，受到广大影像医师的普遍

喜爱。

本刊为国家科技部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统计源期刊，在首届《中国学术

期刊（光盘版）检索与评价数据规范》执行评优活动中，被评为《ＣＡＪ—ＣＤ规范》执行优秀期刊。

主要栏目：论著、继续教育园地、研究生展版、图文讲座、本刊特稿、实验研究、影像技术学、外刊摘

要、学术动态、读片追踪、病例报道、知名产品介绍、信息窗等。

本刊为月刊，１２０页，每册１５元，全年定价１８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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